
本文综合分析了在当前家庭经营模式下，我国农民的生产、
经营战略管理行为以及这些战略管理行为对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威胁隐患。在此基础上，研究并提出了基于现阶段家户生产、经
营模式下，规避农产品质量风险，保障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对
策。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基本要义
农产品质量安全，就是指农产品的可靠性、使用性和内在价

值，包括在生产、贮存、流通和使用过程中形成、合成留有和残
存的营养、危害及外在特征因子，既有等级、规格、品质等特性
要求，也有对人、环境的危害等级水平的要求。20 世纪 80 年代
以前，农业生产总体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发展生产，增加农产
品产量，保障农产品的稳定供应，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各
级人民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社会各界，高度重视农产品稳定生
产和供应。然而，随着我国农产品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越
来越关注食品的质量安全。同时，新经济时期以来，我国基本实
现了粮食等农产品的总量平衡，人们的生活消费行为开始发生变
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已成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

二、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应对法律及措施
（一）颁发《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依法进行管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起草工作从 2001 年开始启动，经

过 2 年多的调研，于 2003 年起草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草稿，
2004 年初完成了草拟工作，2006 年 4 月 29 日经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 21 次会议通过，于 2006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2018 年修正。《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维护公众健康、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而制定的法律。

（二）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经国务院批准，农业部从 2001 年 4 月启动“无公害食品行

动计划”，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和深圳四个城市进行试点。
在试点的基础上，于 2002 年 7 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无
公害食品行动计划”的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强调三个方
面的重大措施：一是强化生产过程管理；二是推行市场准入制；
三是完善保障体系。

（三）例行监测及专项整治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是推进“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划”的重要措施之一，2001 年从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四个试
点城市的蔬菜农药残留和生猪“瘦肉精”污染定点监测工作开始
实施，进而逐步扩展到全国 37 个城市全年 5 次抽检 13 种农药的
蔬菜农残、16 个城市畜产品污染和 5 个城市水产品中药物污染定
点监测。随后又开展了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的兽药（瘦肉精、璜
胺间甲氧嘧啶、磺胺二甲嘧啶、磺胺甲恶唑、磺胺二甲氧嘧啶、
磺胺喹恶啉）及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农药及农药残留监控计划、
饲料及饲养违禁药物监控计划、农产品产地环境普查计划、农业
投入品监测计划、农产品品质普查计划以及农资打假监控计划。

（四）无规定动物疫病区
国家计委、农业部于 1998 年开始在全国各地建设“无规定

动物疫病区”项目，到目前为止已经在海南岛、胶东半岛、辽
东半岛、四川盆地和吉林松辽平原 5 个区域建立无规定动物疫病
区。项目区建成了完备的动物疫病控制体系、动物防疫监督体
系、动物疫情监测体系和动物防疫屏障体系，区域内的疫病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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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模式下，经营者单纯追求家庭农产品的产量，片面追求降低生产成本，却很少关注家庭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为了有效、稳步提高我国现代农业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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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检疫、监督、疫病监测手段和水平达到国家规定标准，并基
本达到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规定标准及有关规则。

三、家庭经营模式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一）化学投入品的不规范使用
首先是随意增加混用品种的种类和单位面积投入品用量。我

国工厂生产的混用农药品种，其单个组分不能超过 3 个。农产品
生产者在使用过程中一味注重防治效果，任意加大投入品单位面
积用量；生产者片面追求降低作业成本，三、四种农药、甚至是
五六种农药混用（桶混）。二是低品位投入品的使用。例如，使
用农药时，除了农药的有效成分外，还有农药的溶剂、助剂等，
这些溶剂、助剂也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因素；低品位的磷肥
的使用，增加了单位面积的用量，而重金属的质量标准是以每
1kg磷肥商品中含某一重金属的量来判别的，单位面积商品磷肥的
用量增加了，单位面积的耕地上所带进的重金属也就增加了。三
是乱用投入品。譬如，增加叶菜产量而过量使用赤霉素；为使瓜
类加速膨大而使用膨大素；为使农产品变甜而使用增甜剂等等。
一些农产品经营者为使农产品贮藏期间害虫、病菌侵扰，采用硫
磺熏蒸；为使生鲜农产品保鲜防腐烂，拌和焦亚硫酸钠。四是超
范围使用投入品。一些销售者为着自身利益，胡乱指导生产者扩
大范围使用。其后果或是导致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或是导致作
物药害；或是防治效果差，导致农作物减产、歉收。

（二）禁止性、限制性化学投入品的非法使用
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对于那些有毒、有害的化学

投入品，严重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必须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
用。例如，毒死蜱、三唑磷是一种有机磷杀虫剂，2013 年 12 月 9
日，农业部发布第 2032 号公告，明确规定：“自 2016 年 12 月 31
日起，全面禁止毒死蜱和三唑磷在蔬菜上使用”。这样，生产者
在蔬菜上使用毒死蜱、三唑磷，销售者指导生产者在蔬菜上使用
毒死蜱、三唑磷并销售毒死蜱、三唑磷，就属于非法使用、非法
销售禁止使用农药行为。又如，生猪养殖过程中非法添加“瘦肉
精”。瘦肉精，又称盐酸克伦特罗，是一种可作兴奋剂的药物。
猪食用后在代谢过程中能够促进蛋白质合成，加速脂肪的转化和
分解，提高猪肉的瘦肉率。“瘦肉精”主要分布于动物肝脏。人在
食用含有大量“瘦肉精”的猪肉后，会出现心跳过快、心慌、手
颤、头晕、头痛等神经中枢中毒失控的现象，尤其对高血压、心
脏病、糖尿病、甲亢等患者危险性更大。

农业农村部 2019 年 12 月公布的最新《禁限用农药名录》
中，禁用农药有 46 种，限用农药 20 种。这些禁、限用农药的一
些品种、在一些地方仍有生产者使用，仍有销售者销售，各地农
资执法报道时，该案例时有披露。

四、家庭经营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对策
（一）强化产地监管
家庭经营经济模式下的各种农产品生产、经营，必须时刻关

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是否真正实施了安全生产与经营。一是要
强化产地检查、检验。完善检查、检验制度，大范围、多频次检
查、检验。这样，既可以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又可以
给那些想侥幸取胜的生产者、经营者造成高压态势，依法、依规
生产、经营。二是要确保生产的基本要素——基地的安全。基地
安全体现在土壤安全和投入品安全。经过前几年的努力，农产品



农药残留控制效果明显，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的现象频次少。应
严格管控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的投入品的投入，严格管控工
业污染，严格管控重金属污染。重金属污染管控，除了做好污染
土壤修复治理外，更要防止新的污染发生，避免一边修复，一边
污染。

（二）完善体系建设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和技术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落到实

处的重要因素。技术和管理离不开人，人是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
和技术的决定的因素。而目前农业技术人员，或是青黄不接，或
是与之不相适应。因此，必须前瞻性的多途径扭转该被动局面。
首先，相关高等院校培养专业人才应与之相适应；其次，各级人
事编制部门，在技术人员确定编制方面要与之适应；再者，现有
农技人员学历提升，继续教育要与之适应。

（三）做好宣传教育
目前，在家户经营模式下，许多农民不仅缺乏基本的农产品

安全管理知识，同时，也不具备相应的生产技术。针对这两方面
存在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应积极组织和推进农产品质量安全相
关知识的宣传教育、培训活动，只有不断提高广大基层干部、农
民群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认识，才能真正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生
产、经营的有效开展得到良好的制度落实和政策支持，才能从更
深层次上有效解决家户农业经营模式下常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
理问题。

（四）推行生产保障补贴
资金问题是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也

是家户经营模式下可持续发展不可缺少的保障因素。国家及相关
部门要健全宏观支持政策和微观支持机制，同时建立有效多途径
的投资渠道和方式，真正为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提供资金保
障。

（五）加强监督管理，明确责任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复杂性，需要各部

门之间的有效互动与合作。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水平，
必须强化责任意识，做好日常监督管理控制，明确分工，构建完
善的岗位责任机制，建立规范、透明、科学、有效地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监督和控制机制，谱写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新篇章。

五、结束语
家户经营模式下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来源是化学投入品的

不规范使用或滥用和非法使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产地保护、加强
科技推广体系建设、加强宣传、培训工作，推行生产保障补贴，
完善责任管理机制是提高和保障我国家户经营模式下农产品质量
安全管理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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